
春和日暖宜出行。几乎可以想象一周

后的清明小长假，朋友圈被景点照片刷屏的

盛况。挟持着强大的消费力，中国钱包走遍

天下都不怕，但当旅行成为一种消费习惯，

怎样才能玩得更爽也就常谈常新。

旅行的选择无非两种，要么跟团游，要

么自助行。跟团游的好处显而易见，麻烦

少、费用低、效率高，“7 天 4 飞云南深度游”、

“10 天欧洲 5 国游”，听着都充满一种“多快

好省”、占了便宜的心理满足感，也足够拍下

“到此一游”的照片。但除此之外，每天八菜

一汤的乏味团餐、漫长的大巴车程和各种名

目的购物点，都让旅行更像一场走马观花的

盖戳之行。

选择自助行，就意味着要操心各种旁逸

斜出的问题，大到机票酒店的预定，小到地

铁怎么买票，只要上路，全靠自己。操心的

报酬则是随心所欲。拿笔者自己的经历来

说，在尼泊尔博卡拉的湖里泛舟眺望白雪皑

皑的鱼尾峰，在罗马圣天使堡屋顶上静待黄

昏却偶遇倏忽而至的千万只鸟，在京都岚山

的竹林深处吃一家会席料理的米其林二星

餐厅⋯⋯这些永生难忘的美好时刻，都得一

步一步用脚丈量世界才能一窥究竟。

老友有云：“跟团游和自助行，其差别几

乎等于足球比赛的进球集锦和现场直播。”

但即使在切身体验之后，怂恿同事朋友别跟

团，也往往被一句“语言不通”就结束了这个

话题。后来渐渐理出了头绪，很多人的“心

理门槛”来自于对当今的旅行市场不够了

解，其实已经有千万商家在想方设法地帮助

人们“轻松出行”。

旅行网站穷游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在 2014 年的出境自助游类别中，主题游正

在快速兴起。报告显示，37.9%的用户偏爱

沙滩海岛度假游，想要尝试美国自驾游的用

户占比也达到了 34.9%。这种趋势的变化，

来自于旅行服务商正在创新自己的旅游产

品，无论是海岛还是自驾，都能购买到包括

机票、酒店甚至中文接机服务和订车服务在

内的半自助旅行产品。这些“打包”服务，成

为不少游客尝试自助游的起点，毕竟搞定了

交通和行程，剩下具体在当地怎么玩耍，操

作起来就相对简单。

即使真的旅行中的每一步都要自己搞

定，形形色色的互联网工具也在让旅行变得

简单。Booking 和 Airbnb 这样的国际性酒

店预订网站都有中文页面，甚至可以看到翻

译成中文的评论。类似大众点评网的 Tri-

padvisor 足够让你在各个国家的各个城市找

到好吃的餐厅。在谷歌地图上只要输入目

的地就能查询到公共交通的到达方法。手

机在线词典们甚至能提供多语种的“拍照翻

译”。每到一地，只要先搞定手机上网，90%

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语言不通真的不能算

是什么压力。

不过，即使有种种“方法论”指导，尝试

改变出行方式，还是需要添一点自由玩耍的

勇气，踏出第一步，之后的海阔天空就顺理

成章。什么是好的旅行当然人人标准各有

不同，但旅行毕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尝试

以不同的方式踏出家门，能够通过旅行了解

什么，在不同的风土人情中享受什么，甚至

能够“在路上”历练什么，这些问题也许就能

由此获得不同的答案。

这种自由玩耍的勇气，对于旅行服务商

来说，也意味着新的商机。当消费者希望从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进化到“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旅行服务商也可以从这种需求的变

化中进一步创新自己的产品。如今的消费

者已经有能力和意愿为体验和质量“买单”，

互联网对信息聚合的能力也足以支撑将碎

片化的需求形成产品。电影《魔戒》和《霍比

特人》三部曲上映后，新西兰的旅行机构曾

推出各种各样的电影拍摄场景实地游。笔

者也有在意大利工作的朋友参加过当地旅

行社组织的俄罗斯博物馆游。每天上午有

专业人士带领参观博物馆，下午自由活动，

在跟团的省心和自助游的丰富之间找到双

赢的平衡点。

玩得舒心，玩得精彩，放开心态，勇于尝

试，人人都可以享受不一样的旅行。

自助行，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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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静

最近上网总能看到有些言论

站在消极的极端，杀死了事件的

所有积极成分。以近期演讲《年

轻人能为世界做点什么》为例，

演讲者为本期《超级演说家》的

冠军，90 后女生刘媛媛。内容顾

名思义，鼓舞 90 后们做善良敬

业的人，守住底线，相信自己有

改变世界的力量。短短的 3 分

钟里，其铿锵坚定之辞震撼了现

场的观众，很多人为之落泪，移

动终端这头的我也不例外。我

满心欢喜地去翻看评论，以望拥

抱演讲激发的诸多正能量，却同

样 连 遭 打 击 ——“ 好 浓 的 鸡

汤”、“幼稚。20 年后再来”⋯⋯

更有甚者忽视演讲内容而针对台

风 、手 势 等 细 枝 末 节 口 出 恶 言

⋯⋯强大的戾气相逼之下，我只

想问一句：你们看到其中包含的

希望了吗？

网络戾气，近两三年已是司

空见惯。起初只常见于网友间的

对骂讨伐 （如粉丝群体大战） 或

借公众人物的丑闻发泄自己的怨

气 （见明星微博评论）。网络的

虚拟性使言论在自由的同时不必

担责，可以“畅所欲言”。而如

今，网友们竟将戾气喷向愿意并

且有能力改造社会的人，喷向实

实在在的正能量，这多么匪夷所

思啊。人家明明说的是常识，何

辜被说成“灌鸡汤”？人家明明

只是真心实意地感召，何辜被说

成绑架？事实上，他们都没想把

自己当成权威。你愿意改变，那

你的环境也会改变。你给我一个

鼓励，那我们就一起向前走；对

善者和能者的无谓迫害，不过是

对自我生存环境的步步紧逼。你

逃避公认的道德标准，活在不见

信任不见希望的世界里，又是

何苦。

“消灭戾气”一事要交给时

间，但我想，我们总是能做些什么

的。首先，权威媒体报道的措辞

应尽量追求平实客观。不仅是不

能抹黑、不随意溢美，更显重要的

是——有时，因现实的令人心忧，

我们总着急着想树立些什么，所

以贴上高大上标签以期感化大

众。但结果是矫枉过正了。越简

单的赞美即会招来越复杂的怀

疑，对于当下而言，人们十分推崇

个性的判断（尽管很多看似个性

实则跟风），哪怕最后发出的声音

是“伪理性”、“伪批判”、“伪怀疑”

（这些不正是戾气的主要成分吗）

也一定要发声。舆论引导虽是用

心良苦，但大众心理亦需把握。

其次，个人要在舆论场中保

持清醒。假如看演讲时着实感动

落 泪 ，那 就 相 信 那 喜 悦 和 眼 泪

吧。与其被动机不明的过激言论

带偏，不如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情

感，因为这才是人与人之间最真

实的联系。

另外，很多温和理性的人不

愿参与网 络 争 论 ，于 是 乎 网 络

上只余“发泄者”了。我想，心

怀 正 能 量 的 人 还 是 要 勤 于 参

与，不惧戾气，为良好的网络环

境添砖加瓦。

的确，高三在读的我还不曾

在社会中摸爬滚打，难以深切体

会戾气的来源，却已觉深受其

害。但我尚已具备独立的判断，

可以加以抵制。那么对于现在正

在读小学、初中的 00 后们呢？

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热门

微 博 与 时 政 要 闻 的 评 论 列 表

中，我已无数次看到他们的身

影了，他们有的甚至已经是网

络骂战的“领头军”了啊。我

不希望他们在成长的路上，眼

中的道德是越位的，心中的道

德是缺位的，周边的声音是污

染性的。呼唤抵制戾气，并不

是提倡简单的思维，只是呼唤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善

意与信任，只是期盼光明与希

望随时在不远处等候。

养成通过思考获得

智慧的习惯，才能更快

地成长并有所成就

□ 刘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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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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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2015 年美国私立寄宿高中放榜，

又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那些被拒或被放入

候补名单的学生而言，“起死回生”“补录转正”

的机会看似渺茫，却又希望犹存。本来平常的

日子，因此又多了几分焦虑纠结。

把孩子送出国留学——这股热潮没有一

点退潮的痕迹，越来越多的家长对此趋之若

鹜。近些年，出国读高中的人数不断增加，年

龄层次也逐渐向中学生发展。高中生已经成

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出国留

学人群。

在许多“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心目当中，

“美高”已成为自己孩子未来的理想中学。他

们主动把孩子推离身边，渴望孩子接受国外教

育。“飞吧，越远越好！”在那里，孩子将会度过

美好的“花季”“雨季”，并踏上进入世界名校的

坦途。这一点，他们深信，甚至坚信。

从各个留学培训教育机构的宣传单上，可

以看到留学低龄化“急剧膨胀”“迅速扩张”等

字眼。面对低龄学生对国际化教育需求量越

来越大，市场已经作出了反应。

留学低龄化和“小留学生”按理来说是两

个概念。前者强调趋势判断，盖指 18 岁以上

的成年人出国留学；而后者更具有年龄特征，

明确是指 16 岁以下的留学生。从这样的区分

可以看出，所谓“低龄化”，是与此前时间阶段

为参照，总结分析得出的判断。

虽然没有具体数据支撑，但是，这些年，高

中国际班确实在国内火了起来。随着留学低

龄化趋势加剧，“小留学生”也越来越多。这给

各地的教育培训机构带来了巨大商机，特别是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其国际班的数量和招生

人数逐年增长。昂贵的学费、种类繁多的课

程、五花八门的文凭种类⋯⋯这些“浮云”并没

有遮住家长对孩子留学教育的热切期望。

一般认为，躲避国内激烈的高考竞争，不

认可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担忧未来就业形

势等是构成目前出国留学低龄化的主要原

因。在投资孩子留学的家长看来，国外的经济

环境、就业氛围，直接决定了孩子未来的起点。

虽然许多留学生毕业以后都选择做“海

归”一族，可是，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也越来

越大。随着“海归”光环逐渐消失，他们不得不

与国内毕业生同台竞技，以实力论英雄。与当

年头也不回地飞去美国的三毛不一样，很多孩

子都是被家长硬生生地推开，推向异国他乡。

家长投资孩子留学，并非都是为了其回国

后能获得多少薪水。如果能减轻孩子未来学

习压力，为其谋个好的前途，出国留学未尝不

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养

育他的大地，没了本土文化的滋养，那种“乡

愁”一定很特殊。

诚然，国际化教育可开阔学生国际视野、

扩大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权和选择面。

低龄留学值与不值、好与不好，也需因人而

异。既不能盲目跟风，唯留学是出路；也不能

投鼠忌器，甘心做了井底之蛙。对于孩子和家

长而言，说到底，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毕竟，砸

锅卖铁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还是少数。

正所谓，“留学低龄化”并非意味着中国教

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它绝对是对当下中国

学校教育的“当头棒喝”。解决留学低龄化这

类问题，突破口就在于课程改革和师资培养。

作了这些努力，或许还有希望让家长把孩子留

在国内。

修炼智慧

□ 于中谷

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养

育他的大地，没了本土文化的滋

养，那种“乡愁”一定很特殊

“足球进校园”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今

年，第十次深化改革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中

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三步走”

战略，中期目标是要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

幅增加。

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规划，足球要从

孩子抓起，倘若能够很好地实现，不但能提高

学生的整体素质，而且将会为中国足球走向世

界提供大量的后备人才。大家知道，我们国家

的乒乓球之所以享誉世界，就在于它的普及

性。乒乓球运动，需要的条件不高，用具不贵，

即使是一些偏远的乡村学校，这项运动也得到

了很好的开展。随便找出几个孩子，就可以将

乒乓球打得像模像样。正因为有了这样广泛

的群众基础，作为一种运动的开展结果，乒乓

球在各级各类大型比赛中才长盛不衰。我国

的足球运动之所以落后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原

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受到各种因

素的掣肘，难以得到普及。如果将那些足球健

将比作是金字塔的顶端，那势必要有一个厚重

稳实的基座，没有这样的基座，顶端无异于是

空中楼阁。由此来看，这样的规划是科学的，

也肯定是长远的。

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办学条件的

改善，足球运动所需要的一些硬件和软件设施

应该不难获得。但能否在短期内达到一定的效

果，我们却不能太过乐观。一方面，在当前复

杂的教育形势之下，足球运动不可能振臂一

呼，应者云集。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视

孩子的学习成绩为唯一的考量标准。运动，尤

其是花费大量时间的运动，仍然不能被众多学

校和家长完全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值得我们

警惕的就在于，我们不能过分地把足球功利

化。足球进校园，首先得益的是学生。广大的

学生中间有着无数足球运动的爱好者，这种爱

好，首先是源于兴趣。指出一个高远的目标让

学生向着它迈进是可以的，但不能把过于功利

化的目的过早地加于学生身上。这样，不但起

不到良好的效果，而且会打消他们踢球的积极

性。看过许多足球明星的事迹，从中我们能鲜

明地感受到，他们最初踢球，都是发自一种单

纯的爱好，在没有外力强加责任的情况下，他

们尊重自己的爱好，保持自己的爱好，“玩着

玩着就成为名将了”。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

种不好的现象，不论做什么，都与前程、职

业、财富、地位联系起来；学习什么，都带着

强烈的目的性。这既不符合足球作为一项运动

的本来的娱乐精神，也不符合真正的足球人才

培养的需要。

对于足球运动，规划是必要的，鼓励支

持也是必要的，但需要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来

面对。许多事情，都因为急于求成、急功近

利而出现昙花一现的情况，过后紧跟的往往

是很长时间的疲软期。转变观念、稳步推

进、尊重兴趣、淡化功利，当是我们应该采

取的策略。

快乐踢球

指出一个高远目标让学生向它

迈进是可以的，但不能把过于功利化

的目的过早地加于学生身上

□ 李尚飞

留学别急留学别急

去年至今，北京海淀区法院几乎每个月

都受理一两起消费者与电脑城商家的买卖

纠纷案件，其中多数商家涉嫌以“交定金或

预交货款”的方式绑架销售，但因缺乏证据，

消费者胜诉极少。

窃以为，即使因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商家

有意欺诈，至少也应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

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

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

平的。”否则，不仅会让消费者对法律、司法

机关、执法部门失望，也会让更多商家效仿，

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受害。

捆绑销售，别得瑟

□ 杨国栋□ 杨国栋

许滔/绘许滔/绘

又到跳槽季。离开一个岗位，

带着各种背景与经验来到新的职

场，几乎可以算是开始新的人生。

我们在醒着时与同事共度的时光远

远超过任何身边亲密的人，也就意

味着我们要为职场付出大半的人

生。在这漫长的职场生涯中，每个

人都想要努力成为赢家，然而成功

并非易事。即便如此，想要成为职

场达人，有些规则并非不可捉摸，有

些机会并不是不能把握，错失与辜

负不过是因为尚未把职场智慧修炼

到炉火纯青。

所谓智慧，就不仅仅是技能的

提升，更有经验的累积和对成长的

领悟。职场智慧其实更重要的是领

悟力。能分清诸多繁杂事务的轻重

缓急；能理清某项工作的脉络和执

行流程；能把看似庞大的工作量化

繁为简；更能体悟同侪的协助、前

辈的提醒与老板的期望，凡此种种

都是职场智慧的修炼范畴。职场新

人往往更看重技能的获取，纠结在

会与不会之间，却经常忽略经验与

领悟力的积少成多。即便没有被指

定所谓的“师傅”，新人们也要从

前辈们的言谈举止、职业态度与工

作成果中汲取养分，这些他人的经

验以不同的方式传承给新人，并通

过个人的思考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

职场智慧。那些自己曾经犯过的错

误，那些来自客户的严厉指责，那

些前辈们娓娓道来的语重心长，比

之能够清晰地在培训课程上讲授的

东西更加弥足珍贵，而这些恰恰是

不 断 用 心 自 我 提 升 才 能 收 获 的

东西。

每每听到那些成功人士的成长

经历，总会有一段辛酸往事，一帆风

顺、毫无波澜的职业生涯似乎造就

不出光彩夺目的职场明星。我们总

是可以发现，功成名就的他们比之

从前不仅仅更加淡定从容，而且更

能用心聆听、更能快速作出判断。

想必他们的职场都经历过艰苦的用

心领悟与思考的过程，也就是智慧

的初期积累阶段，只有养成通过思

考获得智慧的习惯，才能更快地成

长并有所成就，恐怕这也是他们之

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职场上的很多成长并非源自知

识的增加，而是来自内心的修炼。

浮躁与急功近利常会让人失去用心

修炼的耐性，而缺乏智慧的职场表

现又很难让人获得机会的垂青与更

好的历练。很喜欢黎戈在《私语书》

中的句子，此刻更久久萦绕在心头：

“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

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

微风，窃窃的欢喜。脚下踩着最卑

贱的泥，很踏实。还有，每一天都在

隐秘成长。”就以此作为我们职场智

慧精进的共勉吧。


